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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北京市西城区高二（上）期末

地 理 2019．1

试卷满分：100 分考试时间：90 分钟

一、选择题（20 题，共 40 分）

图 1 是北京市某校学生拍摄的日落照片（街道东西走向）。读图，回答 1~3 题。

1. 该日最可能是

A. 立秋 B. 秋分 C. 立冬 D. 冬至

2. 同学们绘制了该日的日照图，正确的是

ABCD

3. 该节气

A. 吉林迎来避寒候鸟 B. 海南落叶知秋

C. 陕西预防暴雪成灾 D. 台湾晨露成霜

图 2 是学生用 3D 打印机制作的北半球大气环流模型。读图，回答 4、5 题。

4. 下列关于进一步完善模型的建议，你赞同的是

A. 气压带的宽度应该画得更细

B. 风带的箭头应该统一偏向东侧

C. 三个环流圈中低纬环流的高度应相对更高

D. 60°附近来自高纬的冷气流应爬升到暖气流之上

图 2



2 / 10

5. 运用该模型可以尝试解释的现象是

A. 赤道附近地区年降水量较大

B. 北极地区终年气温低

C. 我国东部地区季风气候显著

D. 中美北纬 15°附近出现热带雨林气候

美国有一支用飞机追踪侦查飓（台）风的部队，被称为“飓风猎人“。他们驾驶飞机多次穿越飓（台）风，

精确测定风速、风向、气压、温度等数值。图 3是“飓风猎人”在“厄玛”飓风眼中拍摄的图片。读图文资料，

回答 6~8 题。

6. “飓风猎人”在北大西洋执行任务时，飞行员

A. 侦查飓风内部气流时应顺时针飞行

B. 进入飓风后，会感受到暴雨、狂风

C. 主要靠观察周围环境进行飞机导航

D. 可通过高速穿越破坏飓风现有结构

7.帮助飞行员判断到达飓（台）风眼的指标是

①风速②风向③气压④温度

A.①② B. ②④C. ③④D. ①③

8. 了解飓（台）风的准确数值，可以帮助气象员更准确预报该热带气旋的

①源地②形成过程③强度④路径⑤危害

A.①②③ B. ②③④C.③④⑤D. ②③⑤

图 4 是游客拍摄的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照片，该村落堪称山区院落民居的典范，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

谐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读图，回答 9、10 题。

图 3



3 / 10

9. 照片拍摄者最可能面朝

A. 北 B. 南 C. 东 D. 西

10. 关于该村落选址原因，正确的是

A. 四周群山环抱，阻挡水汽进入

B. 处于沟谷下方，便于利用河水

C. 道路穿越谷地，可以节省土地

D. 村后修建梯田，扩大耕地面积

图 5 是某校学生到甘肃省嘉峪关市社会实践时拍摄的照片（拍摄时间 5月 16 日 17 时），图 6是拍摄地附近

的遥感图像。读图，回答 11~13 题。

11. 当地的地貌特点是

A. 平坦开阔 B. 山河相间 C. 奇峰林立 D. 冰川广布

12. 与拍摄点所在地区地貌特点形成相关的作用力有

①冰川侵蚀②风力侵蚀③流水侵蚀④流水沉积

A.①② B. ②③C.①②③D. ②③④

13. 照片中河流

A.此时水流湍急 B. 流量季节变化较大

C. 终年含沙量少 D. 冬季无明显结冰期

专家预测，2018 年图 7 中所示六座火山可能会发生剧烈喷发。图 8是岩石圈物质循环示意图。读图，回答 14、

图 5 图 6

图 7

图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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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

15 题。

14. 六座火山中，可以用六大板块构造运动解释的有

A. 3 个 B. 4 个 C. 5 个 D. 6 个

美国基拉韦厄火山在今年 5 月-7 月连续猛烈喷发。岩浆从火山口流出，绵延数英里，流入太平洋，冷却凝固

的岩浆形成了新的陆地。

15. 材料所述过程与构成新陆地的岩石分别是图 8 中

A. ①，甲

B. ②，乙

C. ③，丙

D. ④，丁

一位航行在好望角附近海域的海员这样描述看到的景象“乌云密蔽，连绵不断，很少见到蓝天和星月，终日

西风劲吹，一个个涡旋状云系向东飞驰，海面上奔腾咆哮的巨浪不时与船舷碰撞，发出的阵阵吼声，震撼着每个

海员的心灵。”据图 9，回答 16~18 题。

16. 好望角多巨浪的原因是

①受盛行西风带影响②附近热带风暴频发

③陆地寒潮强势南下④该纬度海域广阔

A.①② B. ②③C. ③④D. ①④

17. 该海员航行时间最可能是

A. 3 月 B. 7 月 C. 10 月 D. 12 月

18. 图 9 中陆地西侧海域是重要渔场，直接原因是该海区

A. 寒流流经 B. 暖流流经 C. 寒暖流在此交汇 D. 深层海水不断上涌

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几乎年年都会发生森林山火。据当地专家说自然原因第一是干燥的气候，第二是有易燃烧

的植物。读图 10，回答 19、20 题。

图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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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加利福尼亚州气候特点有

①全年高温

②夏季高温

③年降水量北多南少

④年降水量北少南多

A.①③B. ①④

C.②③D. ②④

20. 这里植物易燃烧是因为

A. 雨林茂密、地面枯枝落叶较多

B. 植被叶片大而柔软，水分充足

C. 多生长叶面有腊质的硬叶灌木

D. 植被以草原为主，覆盖率较高

二、非选择题（5 题，共 60 分）

21. 2018 年 10 月 12 日，中国海拔最高（4290 米）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并网发电，

电站占地 119 亩，该地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。据此，回答下列问题。（11 分）

（1）简述当地选择发展光伏电站的原因。（6 分）

生活中太阳能的利用已经非常普遍，图 11、图 12 为北京某住宅区内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分类垃圾箱。

（2）分别指出两处太阳能设施安装的问题，并说明北京市住宅区安装此类设施的合理方法。（5 分）

22. 图 13、图 14 分别为 11 月 2 日 8 时和 11 月 3 日 20 时”天气形势图。读图，回答问题。（13 分）

图 10

图 11 图 12

图 13 图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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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从天气系统角度，分析 11 月 2 日北京市霾出现的原因。（5分）

（2）描述 11 月 3 日 20 时北京市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，画出天气系统结构图并结合图解释上述天气变化。（8 分）

23. 红叶是一类观赏叶子的树木，叶子会随着白昼时间变短和气温下降而变红。读图 15，回答问题。（9 分）

（1）说出图示时间段红叶最佳观赏区的分布变化，并解释原因。（6 分）

（2）四川省内红叶最佳观赏期从10月下旬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，简要分析原因。（3分）

24. 北京市某中学在十月中旬到塞罕坝林场进行游学活动，图 16 示意塞罕坝林场的位置。读图文资料，回答问题。

（14 分）

资料大巴车进入林场大门后，高度显示已经接近 1500 米，两侧的白桦林树叶尽落，一望无际的华北落叶松泛

着金色的光芒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乘大巴一路向西，森林逐渐疏朗，被一片片草场替代，越过一道和缓的山坡，

太阳湖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真是幸运，如果晚来几天，太阳湖景区就要因为封冻而关闭了。

在与林场老工人的交流中，我们了解到林场建设之初（1962 年）塞罕坝的无霜期一年只有 56 天，比现在短得

多，大风天比现在多，降水量也比现在少很多，9 月份就会开始下雪。

——摘自同学游学日记

图 15

图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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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描述同学观察到的沿线景观变化及反映出的地域分异规律，说明主要形成原因。（5分）

随着造林面积的增加，近几年林场中的太阳湖湖水逐渐增多，已经成为著名旅游景点。图 17 是同学拍摄的太

阳湖照片，17（a）站在湖边拍摄，17（b）用无人机在空中拍摄。

（2）分析太阳湖的形成原因。（6分）

（3）说明塞罕坝无霜期变长的原因。（3 分）

25. 北京市海淀区凤凰岭自然风景区是典型的花岗岩地貌，最高海拔 1250 米，奇山、怪石、林海……为其奇妙的

天然景观，享有“京西小黄山”之美誉。读图 18“凤凰岭景观图”，回答下列问题。（13 分）

（1）列举凤凰岭地貌形成的主要内外力作用。（4 分）

（2）简述凤凰岭风景区地貌形成的过程。（5 分）

图 17

图 18



8 / 10

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，主峰莲花峰海拔 1864 米，也有典型的花岗岩地貌。黄山植物垂直分带明显，还保存有

高山沼泽和高山草甸各一处，森林覆盖率为 56%。

（3）与凤凰岭相比，分析黄山植被更丰富的原因。（4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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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试题答案

一、选择题（20 题，每题 2 分，共 40 分）

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

答案 B D A C A B D C A B

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

答案 A D B C A D B D C C

二、非选择题（5 题，共 60 分）

21.（11 分）

（1）（6 分）海拔高，太阳辐射强；地广人稀，空间大；属于清洁能源，保护环境。

（2）（5分）图 11 中太阳能板位于树下，容易被树影遮挡，降低效率；图 12 中太阳能板朝向西南，影响电池板

单位时间的发电量。此类设施应安装在住宅区相对开阔地点，尽量避开周围建筑物或树木等产生的阴影，保证

太阳能电池板朝向正南，临近道路方便居民扔垃圾。

22.（13 分）

（1）（5 分）位于高压附近，以下沉气流为主；等压线稀疏，风力较小；不利于污染物扩散。

（2）（8分）云量增多，大风，气温下降；图略；冷锋过境，暖气团被迫抬升，云量逐渐增多；（等压线分布可

以看出，）冷气团移动速度快，出现大风；将受冷气团控制，气温下降。

23.（9 分）

（1）（6 分）红叶最佳观赏区自北向南移动。原因是随着直射点向南移动；我国白昼逐渐变短；北方昼短于南方；

同时受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影响；北方降温早于南方。

（2）（3分）四川省纬度跨度较大；地形类型多样，地势起伏大；秋冬季北部山地阻挡冷空气南下，降温较慢。

24.（14 分）

（1）（5 分）植被景观由温带落叶阔叶林向西逐渐变为温带草原，反映了自然带变化的经度地带性规律。水分自

东向西逐渐减少。

（2）（6 分）地势相对较低，流水（地表径流、地下径流）汇入；气温低，蒸发较弱；四周植被丰富，涵养水源

能力较好。

（3）（3 分）全球气候有变暖的趋势；植被恢复，对局地小气候起到了调节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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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（13 分）

（1）（4 分）内力：岩浆活动、地壳抬升；外力：风化、（流水、风力）侵蚀

（2）（5分）岩浆侵入到古老的沉积地层中，随着温度和压力的改变，岩浆冷却凝结形成花岗岩体，在经历地壳

多次抬升过程中，覆盖在岩体上的沉积层不断被风化、剥蚀，直到花岗岩体露出地表，形成花岗岩山峰，继续

经受风化、剥蚀，逐渐形成花岗岩地貌。

（3）（4 分）纬度相对较低，水分条件更好；海拔更高，水热条件变化更明显，植被垂直分带明显。


